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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为探讨断奶-发情间隔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，提高母猪年生产力，对海南罗牛山万头种
猪场 2012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全部母猪（161 头初产母猪、555 头经产母猪）的生产数
据进行统计分析。结果表明：1）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，初产母猪下一胎的分娩率 96.27%和产
仔数 12.59 头均优于经产母猪的 90.09%和 11.87 头，产房良好的饲养管理完全可以克服二胎母猪
综合征，提高二胎母猪繁殖性能；2）77.02%初产母猪与 77.12%经产母猪集中在断奶后第 4、5、6 天
发情，该阶段发情配种的母猪与其他阶段相比，返情率较低，分娩率最高，产仔情况也最好；3）对经
产母猪而言，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为 1~2 d、7~12 d 时，降低下一胎的分娩率和产仔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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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是指母猪断奶日（0 d）至母

猪表现发情（静立反射）的天数。断奶-发情间隔天

数也是母猪非生产天数的一部分，可能受泌乳期长

短、胎次、产仔数、季节、营养、公猪刺激、遗传、疾病、
管理等方面的影响。

美国著名的养猪生殖生理专家 Billy Flowers 教

授表示，从管理的角度讲，断奶-发情间隔成了生产

者评估母猪从上一个妊娠期恢复情况好坏的第一

个指标，这也是确定哺乳期管理对断奶-发情时间

间隔到底有多大帮助的一个重要指标。一般的结论

是，如果母猪在断奶后 8 d 内发情，那么表示性激素

恢复到了正常水平。如果断奶-发情时间间隔很长，

那么说明在断奶的时候，母猪体内的性激素并未恢

复到正常水平，这将影响母猪下一胎或下几胎的繁

殖性能。
Wilson 和 Dewey 发现，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在

7~10 d 的母猪产活仔数和分娩率低于断奶-发情间

隔天数为 3~6 d 和 11~14 d 的母猪。另一项研究显

示，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由 4 d 增加到 8 d，产仔数降

低，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 6 d 比 5 d 产仔数减少 0.3
头。但当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增加到 9~12 d 以上时，

产仔数又上升，观测到的最高产仔数出现在断奶-
发情间隔天数大于 18 d 的母猪。

该项研究在国外比较成熟，而国内很少有企业

或研究机构全面进行该项研究。本研究的目的在于

研究母猪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的分布以及断奶-发

情间隔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。

1 材料和方法
1.1 材料

1.1.1 试验动物 经产母猪（≥3 胎）555 头，初产母

猪 161 头。
1.1.2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于 2012 年 8 月 1 日

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在罗牛山万头种猪场进行。
1.2 方法

1.2.1 试验用精液 稀释液的配置以及精液的采

集、稀释和分装参照《猪人工授精技术规程（NY/T636—
2002）》和《种猪常温精液（GB23238—2009）》。
1.2.2 试验母猪分组 当母猪开始表现为静立反射

时，认定为发情。根据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将 161 头

初产母猪和 555 头经产母猪分成 12 组：0 d 组，1 d
组，2 d 组，3 d 组，4 d 组，5 d 组，6 d 组，7 d 组，8~12 d
组，13~16 d 组，17~21 d 组，>21 d 组。统计母猪返情

率、分娩率及产仔情况。
返情率是指在第一次发情并人工授精后返情母

猪的百分比。分娩率是指分娩母猪头数占总配种母

猪头数的比例。下一胎的窝总产仔数包括活仔、死
胎、畸形和木乃伊。
1.2.3 输精方法 采用常规输精法，每个情期均输

精 3 次，每次间隔 12 h。
1.2.4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6.0 统计

软件进行分析，用 One-way ANOVA 进行方差分析

与显著性检验，试验数据均以平均值±标准差表示。
2 结果与分析
2.1 初产和经产母猪的断奶-发情间隔及对下胎分

娩率和产仔数的影响

由表 1 可以看出，初产母猪断奶-发情间隔天

数平均为 7.57 d，略高于经产母猪断奶-发情间隔

天数（6.67 d），但二者差异不显著（P>0.05）；初产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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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下一胎返情率 5.59%，略低于经产母猪下一胎返

情率（5.95%），差异不显著（P>0.05）；初产母猪下一

胎 分 娩 率 96.27%高 于 经 产 母 猪 下 一 胎 分 娩 率

（90.09%），差异不显著（P>0.05）；初产母猪下一胎窝

总产仔数 12.59 头，显著高于经产母猪下一胎窝总

产仔数 11.87 头（P<0.05）。
这一结果表明，在饲养管理条件和免疫程序健

全的条件下，良好的饲养管理完全可以克服二胎母

猪综合征，提高二胎母猪繁殖性能。

2.2 断奶-发情间隔对初产母猪下一胎返情率和分

娩率的影响

从表 2 可以看出，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对初产

母猪返情率和分娩率没有显著影响，初产母猪主要

集中在断奶后第 4、5、6 天开始发情，总比例达到

77.02%。4~6 天发情配种的母猪分娩率为 96.77%
（120/124）；断奶-发情间隔≥7 d，返情率升高，分娩

率降低；随着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的增加，从第 13
天开始，返情率降低，分娩率升高。
2.3 断奶-发情间隔对经产母猪下一胎返情率和分

娩率的影响

从表 2 可以看出，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对经产

母猪返情率和分娩率没有显著影响，经产母猪主要

集中在断奶后第 4、5、6 天开始发情，总比例达到

77.12%。4~6 d 发情配种的母猪分娩率最高，为

91.82%（393/428）；断奶-发情间隔≥7 d，返情率升

高，分娩率降低；随着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的增加，

从第 13 天开始，返情率降低，分娩率升高。虽然从第

13 天开始，返情率降低，分娩率升高，但分娩率仍低

于 4~6 d 的分娩率，且随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的增

加，母猪年生产力降低。
2.4 断奶-发情间隔对初产母猪下一胎产仔情况的

影响

由于试验群体有限，我们并未统计到断奶当天

与第 1、2 天的产仔情况，断奶第 3 天仅有 1 头母猪

的产仔数据。从表 3 可以看出，从第 4 天开始到第 6
天，随着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的增加，窝总产仔数、
活仔数、健仔数呈下降趋势，弱仔数呈上升趋势，但

差异不显著，死胎数、木乃伊数、畸形数没有明显规

律性；第 7~12 天窝总产仔数、活仔数、健仔数又出现

小幅上涨，但差异不显著（P>0.05）；断奶-发情间隔

天数大于21 d，活仔数、健仔数急剧下降，与断奶第

4 天相比差异显著（P<0.05）。
2.5 断奶-发情间隔对经产母猪下一胎产仔情况的

影响

由表 3 可以看出，断奶当天有 2 头母猪发情配

种，与其他组相比，断奶当天所统计母猪窝总产仔

数、活仔数、健仔数均高于其他组，但因统计数据仅

2 头，该次试验并不能说明断奶当天发情配种就是

最好；断奶后第 1、2 天发情配种母猪的窝总产仔数、
活仔数、健仔数均低于 3~6 d 组，窝总产仔数与第 4
天相比，差异显著（P<0.05）；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在

7~12 d 的母猪的窝总产仔数、活仔数、健仔数明显

低于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为 3~6 d 和 13~16 d 的母

猪。与初产母猪不同，断奶-间隔天数在 7~12 d 的母

猪繁殖性能最差。

表 1 初产和经产母猪断奶-发情间隔及对下产生产性能的影响
项目 经产母猪

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/d 7.57±8.39（n=161） 6.67±7.95（n=555）
平均胎次 1（n=161） 2.92±0.73（n=555）
哺乳期天数/d 25（n=161） 25（n=555）
下一胎返情率/% 5.59（n=9） 5.95（n=33）
下一胎分娩率/% 96.27（n=155） 90.09（n=500）
下一胎窝总产仔数/头 12.59a±3.08（n=155） 11.87b±3.20（n=500）

注：1.同行肩标相同小写字母或不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
（P>0.05）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（P<0.05）。2.平均胎次、哺
乳期天数未进行显著性检验。

初产母猪

表 2 断奶-发情间隔对初产、经产母猪下一胎返情率和分娩率的影响
断奶-发情

间隔天数/d
经产母猪

母猪数/头 返情母猪数/头 返情率/% 分娩母猪数/头 分娩率/% 母猪数/头 返情母猪数/头 返情率/% 分娩母猪数/头 分娩率/%
0 0 - - - - 2 0 0 2 100
1 0 - - - - 10 0 0 7 70
2 0 - - - - 4 1 25 3 75
3 1 0 0 1 100 15 3 20 12 80
4 40 1 2.5 39 97.5 190 11 5.79 168 88.42
5 59 4 6.78 56 94.92 185 5 2.70 175 94.59
6 25 0 0 25 100 53 5 9.43 50 94.34
7 7 1 14.29 7 100 17 3 17.65 13 76.47

8~12 8 2 25 7 87.5 31 2 6.45 27 87.10
13~16 11 0 0 10 90.91 20 0 0 18 90
17~21 3 0 0 3 100 16 3 18.75 14 87.5
>21 7 1 14.29 7 100 12 0 0 11 91.67
合计 161 9 5.59 155 96.27 555 33 5.96 500 90.09

注：1.返情率是指在第 1 次发情并人工授精后返情母猪的百分比（不含流产、死亡、空怀、淘汰）；分娩率是指分娩母猪头数占总配
种母猪头数的比例（包括返情后分娩的母猪）。2.同列肩标相同小写字母或不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（P>0.05）。

初产母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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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讨论
（1）从本试验所统计的 161 头初产母猪和555

头经产母猪来看，初产母猪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平

均为 7.57 d，略高于经产母猪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

6.67 d，但二者差异不显著（P>0.05）；初产母猪下

一胎的分娩率 96.27%和产仔数 12.59 头均优于经

产母猪的 90.09%和 11.87 头，结果表明，在饲养管

理条件和免疫程序健全的条件下，产房良好的饲

养管理完全可以克服二胎母猪综合征，提高二胎

母猪繁殖性能。
（2）77.02%初产母猪与 77.12%经产母猪集中在

断奶后第 4、5、6 天发情，该阶段发情配种的母猪与

其他阶段相比，返情率较低，分娩率最高；虽然从断

奶第 13 天开始，返情率有所下降，分娩率有所升高，

但随着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的增加，母猪年生产力

降低，饲养成本增加，在生产中并不提倡。
（3）无论是初产母猪还是经产母猪，断奶-发情

间隔天数为 4、5、6 d 时的母猪的繁殖情况均优于其

他阶段，该结果表明，做好产房饲养管理，适时调整

母猪体况，使母猪集中在断奶后 4~6 d 发情配种，能

提高母猪繁殖成绩。

（4）由于试验群体有限，我们并未统计到断奶-
发 情 间 隔 为 0~2 d 的 初 产 母 猪 的 分 娩 情 况 ；有

2.4%经产母猪在断奶 2 d 内发情，但 0~2 d 的分娩

率及繁殖情况并不理想，但 0~2 d 的断奶-发情间

隔天数降低下一胎的繁殖成绩的原因还不是十分

清楚。
（5）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为 7~12 d 的经产母猪，

其分娩率和产仔数均降低，这与其他的研究报道是

一致的；但该结果在初产母猪上表现的并不明显，可

能与初产母猪试验群体小有关。
4 结论

（1）产房良好的饲养管理完全可以克服二胎母

猪综合征，提高二胎母猪繁殖性能。
（2）做好产房饲养管理，适时调整母猪体况，使

母猪集中在断奶后 4~6 d 发情配种，能提高母猪繁

殖成绩。
（3）对经产母猪而言，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为 1~

2 d、7~12 d 时，降低下一胎的分娩率和产仔数。
（本项研究请夏天研究员、陆肖芬研究员任技术

顾问，在此表示感谢。）

（编辑：郭玉翠）

表 3 断奶-发情间隔对初产、经产母猪下一胎产仔情况的影响

项目
断奶-发情间隔天数/d

0 1 2 3 4 5 6 7 8~12 13~16 17~21 >21 合计

初产母猪

分娩母猪数/头 0 0 0 1 39 56 25 7 7 10 3 7 155

窝总产仔数/头 - - - 13 13.33±2.41 12.54±3.26 12.16±3.61 12.43±1.51 13±1.63 12.3±4.00 12.33±2.08 10.86±4.3 12.59±3.08

活仔数/头 - - - 13b 12.85b±2.6 12.04b±3.03 11.32ab±4.38 12.29b±1.70 12ab±2.24 12.3b±4.00 12.33b±2.08 9.14a±5.64 12.03±3.34

健仔数/头 - - - 13b 12.13b±2.5 11.43ab±3.05 10.44ab±4.28 11.86ab±1.57 11.29ab±2.29 10.6ab±2.84 12ab±1.73 8.57a±5.62 11.30±3.24

弱仔数/头 - - - 0b 0.56b±0.91 0.59b±1.64 0.72ab±1.46 0.43b±1.13 0.58b±0.53 1.7a±2.95 0b 0.43b±0.79 0.65±1.48

死胎数/头 - - - 0 0.41±1.19 0.25±0.67 0.8±2.74 0 0.71±1.50 0 0 1.29±2.98 0.41±1.48

木乃伊数/头 - - - 0 0.08±0.27 0.25±0.67 0.04±0.2 0.14±0.38 0.29±0.76 0 0 0.43±1.13 0.15±0.52

畸形数/头 - - - 0 0.15±0.43 0.02±0.13 0.16±0.37 0 0.14±0.38 0 0.33±0.58 0.14±0.38 0.09±0.31

经产母猪

分娩母猪/头 2 7 3 12 168 175 50 13 27 18 14 11 500

窝总产仔数/头 15b±0 11.29a±3.99 10.67a±5.51 11.5ab±1.98 12.32b±2.93 11.71ab±3.31 12.08ab±3.37 10.38a±4.27 10.70a±3.66 12.22ab±3.28 11.86ab±2.71 11.09a±1.70 11.87±3.20

活仔数/头 15c±0 10.57ab±3.87 9a±8.19 11ab±2.45 11.83b±3.40 11.11ab±3.47 10.96ab±3.83 9.31a±3.66 10a±3.81 11.89b±3.32 10.36ab±4.05 10.64ab±1.96 11.22±3.53

健仔数/头 13c±2.83 9.71abc±2.87 6.67a±5.86 10.17abc±2.33 10.88bc±3.16 10.41bc±3.26 10.22abc±3.62 8.62a±3.07 9.30a±3.70 10.67bc±3.71 9.93abc±4.12 10.45bc±1.97 10.41±3.31

弱仔数/头 2b±2.83 0.86a±1.46 2.33b±2.52 0.58a±0.79 0.79a±1.23 0.59a±1.09 0.6a±1.05 0.69a±1.03 0.44a±0.85 0.83a±1.20 0.36a±0.63 0.09a±0.30 0.66±1.13

死胎数/头 0a 0.29ab±0.76 1.67c±2.89 0.33ab±1.15 0.25ab±1.03 0.38ab±1.01 0.6ab±1.68 0.38ab±0.77 0.33ab±0.68 0.11ab±0.32 1.43bc±3.46 0.18ab±0.40 0.38±1.21

木乃伊数/头 0 0.43±1.13 0 0.17±0.58 0.24±1.19 0.22±0.67 0.52±1.13 0.69±1.55 0.37±0.84 0.22±0.73 0.07±0.27 0.27±0.65 0.28±0.96

畸形数/头 0 0 0 0.25±0.62 0.16±0.52 0.11±0.34 0.14±0.40 0 0.26±0.59 0.39±0.70 0.07±0.27 0.09±0.30 0.15±0.44

注：1.窝总产仔数=健仔数+弱仔数+死胎数+木乃伊数+畸形数；活仔数=健仔数+弱仔数+畸形数。2.同行肩标相同小写字母或不标
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（P>0.05）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（P<0.0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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